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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 , 小冰期 (约公元 1400~ 

1850 年)的气候变化已经得到了较为

详尽的研究. 但是, 在中世纪暖期(约

公元 800~1400 年)温度是否比近 50 年

温度高这个问题上, 仍存在很多争论. 

有气候模型表明 , 包括青藏高原北部

在内的中亚地区在中世纪暖期的温度

仍然低于现代温度 . 然而 , 这一区域

包含中世纪暖期的高分辨温度记录非

常有限 , 通过气候建模得出来的结论

仍有待商榷 . 本文通过分析青藏高原

北部的苏干湖和尕海的湖泊沉积物中

的有机标志物, 重建了晚全新世 2600

年以来的基于长链烯酮 U3
k′
7 指标的高

分辨温度记录(如图 1). 经过对比近 50

年来的沉积物记录和气象记录 , 初步

认为长链烯酮 U3
k′
7 指标能够很好地用

来重建青藏高原北部湖泊的晚全新世

的温度变化. 通过指标-温度转换可知, 

整个晚全新世时期两个湖泊的温度变

化幅度约为 6℃. 两条记录都很好地记

录到了包括现代暖期、小冰期、中世

纪暖期在内的温度变化 . 不仅如此 , 

该温度记录还揭示了各个冷暖期内部

存在着次级波动 . 同时 , 我们认为正

是青藏高原北部柴达木盆地暖干-冷湿

的环境, 使得湖水的温度变化被增幅. 

本研究连同之前已经发表的青海湖的

古温度记录皆表明该研究区域中世纪

暖期的温度略高于现代的温度 , 与全

球其他地区的记录相似而与气候模型

的结论不同. 经估算, 中世纪暖期 100

年最高气温可能比现代高约 0.5~1.9℃, 

表明中世纪暖期仍是一个气候上与现

代暖期不同的特殊时期 . 最终 , 考虑

了年代的不确定性之后 , 该区域近

1600 年来的温度变化与太阳辐射强度

有着较好的对应关系 , 温暖的时期对

应着较强的太阳辐射 , 反之亦然 . 该

结果表明了至少在青藏高原的北部 , 

自然气候变化和太阳辐射有一定的相

关性 , 而太阳辐射可能是气候变化的

主要驱动力.   

 

图 1  晚全新世拜年尺度的温度变化 
(a) 苏干湖 U3

k′
7 指标温度; (b) 尕海湖 U3

k′
7 指标温度; (c) 青藏高原东北部 50 年平均的多

指标温度标准差; (d) 北半球多指标温度重建距平值. U3
k′
7 温度根据 Sun 等人的温度校 

正公式进行转化. 中世纪暖期由灰色区域标出 


